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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为农服务 贡献供销力量
——河南省供销合作社深化综合改革助推乡村振兴综述

□本报记者赵博通讯员张铮男张晓强

春耕时节，确山县双河镇的麦田里

绿意盎然，这一切都得益于双河镇为农

服务中心的细心管理。农民甚至可以在

家等着庄稼收获，把一切事情托管给为

农服务中心就行。

双河镇为农服务中心由省供销社

和确山县供销社共建，为农户提供土地

托管、智能配肥、农机作业、农产品烘干

回收等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不仅让种

地更加轻松，每亩地还能节省不少种植

成本。

瞄准需求瞄准需求 拓展服务拓展服务

农民外出打工，供销社给农民打

工。围绕破解“谁来种地”“地怎么种”的

问题，全省供销社系统以乡镇为农服务

中心为支撑，开展“保姆式”“菜单式”托

管服务。截至目前，全系统依托省财政

专项资金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标准化

为农服务中心34个，建设生产性服务中

心736个，托管土地面积1368万亩，超

过全省耕地面积的10%，超过全省土地

托管总面积的30%，在全国供销社系统

中排名第二位。到2025年，全省供销社

系统力争新建为农服务中心200个，托

管土地面积达3000万亩以上，服务带动

小农户100万户以上。

除了土地托管之外，各种瞄准“三

农”新需求的服务也应运而生。

各地供销社积极构建县域物流配送

中心，改造升级乡镇物流配送超市，健全

完善村物流配送服务站点，加强分级包

装、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打通

农村电商的“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

的“最先一公里”。据统计，截至2020年

年底，全系统建成冷藏库69个，仓储容

积8.96万立方米，范县、伊川等地电商初

步具备了冷链配送能力。

“衡量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成效的

标准只有一条，就是能不能提升为农服

务水平，能不能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

河南省供销合作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

任刘延生表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供销

合作社的地位作用才能更加凸显，发展

道路才会越走越宽。

夯实根基 不断发力

2020年12月9日，分布于宝丰县六

个乡镇的第二批7个村级供销社集中揭

牌成立。新成立的李庄乡翟集供销社等

7个村级供销社，每个社都有特色农业

产业，辐射周边能力较强。产业门类涉

及养殖、经济作物种植和深加工、林果种

植及农资销售等。

村级供销社是服务乡村振兴、拓展

为农服务的重要载体，是牵头专业合作

社和种植养殖大户的桥梁和纽带。“把

供销社建在村上”，一方面可以供给社

员和农户质优价廉的农业生产资料和

日用品，另一方面为专业合作社和种植

养殖大户外销农特产品牵线搭桥，以带

动分散农户、家庭农场发展。像宝丰县

李庄乡翟集供销社这样的村级基层供

销社还有很多。2020年，全系统改造

薄弱基层社166个，新建村级基层供销

社135个，供销合作社与农民的利益联

结更加贴近、更加紧密。

全省供销社系统将深化综合改革的

重点放在基层，通过盘活闲置资产、强社

带弱社、组建中心社、新建合作社、发展

电商服务站等多种举措恢复重建基层组

织，一些经营服务网点空白的地区恢复

了业务，薄弱地区也增强了服务功能，全

系统百强县级社、基层社标杆社、村级综

合服务社星级社总数位居全国前列，基

层社的“压舱石”作用更趋明显。

截至目前，全系统1870个基层供销

社经营服务阵地得到不同程度的巩固和

加强。在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方面，

全系统领办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6940

个、农民合作社联合社212个，入社社员

133万个，带动农户140万户，辐射带动

能力明显提升。

激发活力 坚持为农

自去年疫情发生以来，供销社传统

主营业务受到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

全省供销社系统各项工作仍取得积极进

展。据统计，2020年，全系统完成销售

总额3224亿元，实现利润16.6亿元，经

济运行呈现持续稳定恢复态势。

全省供销社系统取得的成绩得益于

改革，未来发展仍要依靠改革。

从拓展基层供销社服务项目到推

进“三位一体”综合合作，从优化流通

服务体系建设到无接触配送新业态模

式、打造“数字供销”……全省供销社

系统正在全力推进改革的各项重点工

作，努力开创新时代我省供销合作事

业新局面。

刘延生说，“十四五”期间，全省供

销社系统要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

要求，深怀为农之情，砥砺务农之志，

践行兴农之责，加快成为服务农民生

产生活的综合平台和密切联系农民群

众的桥梁纽带，在服务乡村振兴中创

造奋斗业绩、书写奋斗故事、唱响奋斗

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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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尉氏县邢庄乡郭新庄村郝

平丽羊肚菌扶贫种植合作社社员忙着采

摘、搬运、分选羊肚菌，供应市场。李新义摄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黄彦辉张浩

电商掀起农村创业“新热潮”，绘出

“稻粱丰硕，猪肥鸡壮”的富足图；村庄绿

起来、净起来、美起来，绘出“绿树村边，青

山郭外”的山水图；文化活动多姿多彩，绘

出“箫鼓春社，古风依存”的祥和图……

初春时节，行走在葛邑大地，一幅乡村振

兴的壮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电商赋能
致富路越走越宽

“说起电商，我还得感谢欠我货款的

客户。没有他，就不会有我的今天。”谈起

如何走上电商之路，长葛市后河镇的王志

高风趣地说。

做电商之前，王志高在家经营一个浴

柜印花小作坊，几年前，一位客户因无力

偿还货款，就用一批浴柜抵了几万元的

账，当时，王志高也急需资金再生产，就尝

试着在网上卖浴柜，就这样，与电商结下

了不解之缘。从一开始帮其他厂卖货，到

后来自己生产，自己销售，生意越做越大，

如今，王志高已在后河镇洪源路建起了自

己的厂房，又在该市宇龙商场楼上租了套

公寓，雇佣7名客服负责网上销售，每月

能出3000单左右。

“现在我周围朋友中做电商的越来越

多了，大多是自产自销，日子越过越红火

了。”王志高说。

王志高只是长葛市众多通过电商致富

的农民中的一员。近年来，长葛市围绕“加

快农村电商发展引领乡村产业兴旺”这一

思路，深入推动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项目建设，引入阿里巴巴国际站、天

猫、速卖通、京东等省内外知名电商平台

20个，培育出4个“淘宝镇”、13个“淘宝

村”，开设各类网店2万余家，电商从业人

员突破16.8万人，2020年该市电子商务交

易额157亿元，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2.6亿

美元，有“省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2家，

“市级”以上电子商务示范企业16家，电子

商务已经成为推动该市产业兴旺和促进农

民稳定增收的重要抓手。

环境整治
“生态底色”越来越美

走进长葛市后河镇榆林村，村庄美

丽，道路整洁，民房粉墙黛瓦，游园花香四

溢，文化广场上设施齐全，就如同走进了

一幅农村生态新画卷。

“小朋友，讲文明，垃圾分类要分清。

剩饭剩菜瓜果皮，厨余垃圾放蓝桶……每

次倒垃圾之前，我都会教孩子唱一遍垃圾

分类歌，让孩子在唱歌过程中牢记垃圾分

类知识，从而养成良好的习惯。”后河镇榆

林村一位村民说。

近年来，长葛市连年把“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列入十大民

生工程，瞄准农村垃圾污水、厕所革命

和村容村貌三大短板，大力推行“户分

类、村收集、镇转运、市处理”的农村垃

圾收集转运处理模式，实现农村垃圾处

理100%，（下转第二版）

这里绿暖花枝俏
——长葛市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侧记

实现“十四五”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良好开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本报记者段宝生

“元村御河一拐弯，撩动南乐蓝天蓝，

古寺郎的胡萝卜顶着缨，上海滩上人人

夸。跟着共产党，战胜贫困再出发，千年

古镇换新颜，水秀元村魅力升。”3月9日，

南乐县元村镇党委书记管国强一见面，就

用顺口溜说出了元村古镇的过去、现在和

将来。

谈及乡村治理能力和乡村治理体系

的抓手和着力点时，管国强书记认为，元

村镇从脱贫攻坚战中一路走来，把乡村

振兴作为新发展理念的出发点，坚持以

高质量党建为引领，探索打造乡村振兴

的濮阳样板。

管国强说，要持续加强乡村党组织

体系建设，在乡村治理能力上要选好排头

兵，建好先锋队，筑牢乡村振兴的战斗堡

垒。元村镇1728名党员和31个基层党

支部履职尽责，提质增效，始终注重党建

引领促发展，18个行政村在这次换届中，

严格选举程序，支部书记、村委主任高票

甚至全票当选，均实现了“一肩挑”，全面

实现了镇党委的意图，选配出一支过硬的

村级干部队伍。人人实干对标，争先创

优。“可以这样说，我们交出了一份高质量

的党建答卷。我们推动乡村党组织全面

进步，全面过硬，着力建设一支忠诚、干

净、担当的乡村高素质干部队伍，为乡村

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让乡村群众真切感受到加强基层党建带

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产业发展是壮大实力的基础。如何

实施产业带动让乡村经济强起来？管国

强说：“为打造更有实力的元村，我们依

靠元村的党员干部群众，实施了四大工

程。一是通过法律手段论证，通过公开

发包村级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较真碰

硬开办集体企业，联合组织专业合作社，

使村级集体经济快速恢复和壮大，短时

间内消除了集体经济空壳村。2020年

我们镇18个行政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均

在原来基础上提高两倍多。二是实施农

业产业化龙头带动工程，加快推进唐人

神养殖项目等，完善扩大留胄、古寺郎

蔬菜基地带富增收机制。三是实施企

业转型升级工程，叫响元村豆腐干、五

香花生米、刘家烧鸡、渡口麻花等传统

小吃，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古寺郎胡萝

卜推向全国。四是实施新型城镇化和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工程，因运河而

生、因水而名、因水而秀、因水而美的

‘运河乐章’城镇综合体，可让6万多元

村人富裕富足，可让元村宜居宜业；元

村镇污水处理厂和镇消防站的建成运

营以及中燃集团气化元村的接驳供气，

让这个千年古镇乡村振兴的底色更足，

元村的镇区综合承载力和服务力在不

断增强。”

运河边上看白帆，望京楼里寄乡愁；

撩动白云蓝天蓝，魅力元村靓河南。如何

擦亮元村镇国家级生态镇（全国环境优美

乡镇）的名片？管国强说：“我们用不到四

年的时间，按照镇域空间布局结构和镇区

布局规划渐次推进‘两河两沟一湖’水系

景观和两条国储林带绿化景观，让元村活

力与魅力兼具，古韵与新风并存；我们围

绕‘大运河文化古镇建设’这一主线，启动

了付家大院、卫河古渡码头、苏式粮仓展

示馆，打造出明清风格古渡购物风情街，

提升元村镇宜业、宜居、宜游指数，再现千

年古镇的繁华盛景。”

管国强最后说：“我们发扬脱贫攻坚

精神，找对了乡村振兴的‘打开方式’。

从我做起，书记抓书记，心有定力，方能

守志笃行。斗罢贫困再出发，在探索乡

村振兴的道路上教育引导镇村干部增强

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制腐

败定力。以实干加苦干的精气神，弘扬

焦裕禄同志的‘三股劲’精神。引导镇村

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尊重农村发展规律，

多干符合客观规律、让人民满意、对子孙

后代负责的事情。”

（详细报道见3月11日三版）

找对乡村振兴的“打开方式”
南乐县元村镇党委书记管国强谈乡村治理现代化

据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习近平在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
全体会议时强调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3月 9日，

2021年《河南经济蓝皮书》出版发行，

《河南经济蓝皮书》是河南省统计局编

撰的年度智库产品，是各部门、各行业

和各领域专家精心打造的以服务河南

省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为导向的咨政品

牌书籍，从1999年起至今已连续出版

23年。

经济蓝皮书显示，2020年全省生产

总值54997.07亿元，增长1.3%，增速比

第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分别提高

8.0个、1.6个、0.8个百分点。实现了“两

个跨越”“两个翻番”“三大转变”：经济总

量连续跨过4万亿元、5万亿元两个大台

阶，人均生产总值连续跨越7000美元、

8000美元两个新台阶；生产总值、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前一年实现比2010

年翻一番目标；产业结构实现由“二三

一”到“三二一”的历史性转变，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突破50%大关，实现由乡村型

社会向城市型社会的历史性转变，空中、

陆上、网上、海上丝绸之路“四路协同”格

局基本形成，实现由全国发展腹地向内

陆开放高地的历史性转变。“十三五”规

划目标任务总体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

2021年《河南经济蓝皮书》出版

3月8日，宁陵县阳驿乡潘集村村

民李素英在将采摘的番茄装箱销售。该村

建起蔬菜温棚180余座，每座温棚年纯收

入达8万元。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3月9日，副

省长武国定到洛阳市调研乡村振兴工

作，宣讲中央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武国定一行先后深入洛阳市特色农

产品区域品牌“洛阳源耕”旗舰店、洛阳

正大食品有限公司、孟津县天下秀有限

公司、孟津梨主题公园、洛阳新农村蔬菜

食品有限公司、孟津县果蔬现代农业产

业园、孟津县城关镇丁庄村等地，深入龙

头企业、到田间地头、进农村农户，认真

察看洛阳特色农产品品牌、沟域经济发

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产业发展

等工作情况。

武国定强调，今年是“十四五”的开

局之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之

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农村工

作会议精神，结合实际谋划实施好乡村

振兴工作。要加强顶层设计，坚持分类

推进，找准抓手载体。要加快发展乡村

产业，做强高效种养业、绿色食品业和农

村现代服务业，大力培育特色农业强县、

强镇、强村，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产

业基础。要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五年行动，因地制宜推进厕所革命、

垃圾分类、污水处理，改善提升村容村

貌，打造沿黄美丽乡村带。

武国定在洛阳市调研时强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